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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一场人民群

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战争奇迹。在这场

战役中，先后有 543 万民工参加到支前

队伍中，用彰显着人民伟力的小推车，

为前线运来粮食，也运来了一种克敌制

胜的法宝——来自大连的大炮弹。淮

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

裕曾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

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

连生产的大炮弹。”这个生产炮弹的工

厂，就是我党组建的第一个大型军工联

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

进军东北，布局军工。1945 年，日

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包括

大连在内的东北全境。由于大连具有

近现代工业基础和海上运输的便利条

件，具备建立大型军工生产基地的条

件，经中央批准，1947 年初，华东局派

遣朱毅、吴屏周等 60 余名干部前往大

连，与东北局、晋察冀局等共同筹划军

工生产的方案。1947 年 1 月，中共旅大

地委军工生产委员会接收了原满洲化

学株式会社、大华特殊炼钢厂、进和金

属品制造厂、大连制罐厂等工厂。5 月

起，由我方兴建的制造炮弹的裕华工

厂、制造引信的宏昌工厂和制造无烟

药的大连化工分厂先后施工。

1947 年 7 月，中共旅大地委军工生

产 委 员 会 及 所 辖 工 厂 改 组 为 联 合 企

业。为隐蔽保密，对外称大连建新公

司（以下简称建新公司），由朱毅任总

经理。建新公司的技术骨干主要来自

新四军的军工骨干，同时也有大连地

委动员的一批日侨技术人员。

在建新公司筹备和建设的过程中，

我军在解放战争各战场上对炮弹的需

求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下

半年，仅华东野战军就缴获了 2300 余

门火炮，自制炮弹的任务刻不容缓。因

此，建新公司创建之初，最紧急、最关键

的任务是，抓紧制造满足大规模战役的

大口径后膛炮弹，尽快结束我军只能制

造小口径前膛炮弹的历史。

赶制炮弹，海运支前。为满足前线

炮兵作战需要，建新公司的技术人员加

班加点，建立起由各个环节组成的较为

现代的炮弹生产线。虽然在制造炮弹

方面比其他解放区有更有利的条件，但

在生产过程中，仍遇到燃料、原材料及

生产工艺设备等诸多方面的困难。

1947年 9月 23日，建新公司裕华工

厂（炮弹厂）厂长吴屏周、副厂长刘振和

宏昌工厂（引信厂）厂长吴运铎亲自进

行炮弹爆炸试验。因为没有大炮试射，

只能采用土办法试验。他们把要试验

的炮弹放在事先布置好的地面上，引信

上面压上重石块，用绳子拴在保险叉

上，然后用绳索拉动保险叉，使引信撞

针撞击引爆炮弹。在引爆第 7 发时未

爆，当吴屏周、吴运铎一前一后走到未

爆炮弹前察看原因时，炮弹突然爆炸。

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身受重伤，经

过多日抢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建新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及试

验室分析员面对这些困难和危险，经

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珍贵的一手资

料，至 10 月先后试制出合格的弹体、底

火、雷管、引信等。到年底，建新公司

具备了月产 1 万发炮弹、1 万个引信和 3

吨无烟药的能力。

1948年 1月 24日，建新公司成功试

制 75 毫米山炮弹。为纪念这个日子，

建新公司将这种自主生产的全装炮弹

命名为 124 式炮弹，俗称“大炮弹”。这

种全装钢质后膛炮弹，杀伤威力更大，

受到前线官兵的好评。随着解放战争

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前方急需大量炮

弹。建新公司全力投入弹药生产，其规

模不断扩大。到 1948 年底，实际生产

炮弹 23万发，超额完成了计划。

在淮海战役中，建新公司制造的

“大炮弹”发挥了巨大威力。1948 年 11

月 26 日，中原野战军把黄维兵团的 12

万大军围困在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

自恃拥有美式机械化装备，将所属火

炮、坦克等布置在双堆集外围，形成一

个环形火力防御网，坚守待援。然而，

有了建新公司“大炮弹”的加持，华野

特种兵纵队集中炮兵，对着双堆集一

阵猛轰，很快就把这个“硬核桃”砸得

稀碎。

在整个淮海战场，解放军共发射

大连制造的炮弹 20 余万发，占淮海战

役 解 放 军 发 射 炮 弹 总 数 的 2/3 还 要

多。面对我军排山倒海般的大口径炮

火，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

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惊呼：“共军哪里

来的那么多炮弹？”

规模最大，贡献巨大。建新公司

成立初期，由旅大地委领导。1948 年 3

月，建新公司改由东北局领导，并入东

北军区军工部，对内称东北军工部第

九办事处，对外仍称建新公司。1948

年秋，建新公司又接收了五十一工厂、

长兴工厂、光华电器厂及中华医药公

司所属各厂。至 1949 年 4 月，经过调整

后，建新公司共有 6 个厂，员工 8000 余

人，成为当时人民军队规模最大、现代

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军工联合企业。

1949 年渡江战役胜利，标志着人

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同年 6

月 28 日，中央军委批示兵工生产以“保

留必要者，提高质量，节省经费，以利

恢复发展人民经济”为原则，逐步减少

弹药生产，积极发展民品生产。建新

公司所属各厂，除弹药、引信、无烟药

等厂生产军品外，其他工厂开始由战

时生产转向和平生产。1950 年 5 月，全

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建新公司奉

命停止军工生产。12 月，公司撤销建

制，所属各厂分解为大连化工厂、大连

特殊钢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橡塑

机厂等，划归东北工业部。至此，大连

建新公司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近 4 年的时间里，大连建新公司

共生产炮弹 50 余万发、引信 80 余万个、

底火 60 余万个、各种型号无烟药 450 余

吨。此外，建新公司生产的冲压机、水

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和

经 济 建 设 用 的 铁 丝 、木 板 、锅 炉 等 产

品，作战急需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信

设备、药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及

解放区各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

巨大贡献。

自
制
大
炮
弹
建
奇
功

—

记
大
连
建
新
公
司

■
王
政
冬

1929 年正月初一：

红4军鏖战大柏地

1929 年 的 春 节 ，差 点 儿 没 过 成 。

1928 年 12 月 8 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

民政府发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

协助办法》，要求全国严禁使用旧历（农

历）、推行新历（公历），同时所有旧历上

的 传 统 节 日 统 统 停 办 ，其 中 就 包 括 春

节。春节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寄托，

不是说废除就废除的。政府不推行春

节，民间百姓“偷偷摸摸”照样过，最终

使蒋介石的法令变成一纸空文。

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和朱德领

导 的 红 4 军 主 力 离 开 井 冈 山 向 赣 南 挺

进。2 月 9 日大年三十，部队到达江西省

瑞金县以北的大柏地、隘前地区。此时，

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 15 旅 2 个团由旅

长刘士毅率领，也自澄江进至瑞金。

大柏地是瑞金通往宁都的一个隘

口，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个打伏击的

好地方。红 4 军前委决定，主力埋伏在

大柏地谷地两侧求歼尾追之敌；以 1 个

营在隘前警戒，负责将敌诱进伏击区。

2 月 10 日正月初一，红 4 军各部趁

天没亮，就早早进入各自阵地，等待敌

人自投罗网。15 时许，敌第 15 旅 2 个团

进至隘前，红 4 军警戒分队立刻开火阻

击敌军。之后，红 4 军警戒分队且战且

退，将敌诱至大柏地附近。当晚，红 4 军

完成对敌包围，并以夜战、近战攻击敌

军。11 日晨，当敌军进至杏坑北侧时，

红军再次开火袭扰敌军，边战边退吸引

敌军进入伏击圈。待敌军进至麻子坳、

前村时，红军伏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

身在谷底的敌人被枪炮声弄得晕头转

向，乱作一团，稍待清醒后才开始组织

反击。战至正午，红军将敌军两个团大

部歼灭，俘敌团长以下官兵 800 余人，缴

获重机枪 6 挺、步枪数百支和大量子弹，

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鼓舞了士气。大

柏地战斗，红 4 军取得离开井冈山后的

首次大捷，为这一年的春节增添了不少

喜庆。亲历此战的陈毅，称此役为“红

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9 年春节：

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

春节一般在大寒或立春节气附近，

公历时间基本在 1 月底至 2 月初。可是

1939 年的春节已经到了 2 月 19 日，恰逢

雨水节气。这一年是 20 世纪春节第二

晚的年份。

1939 年春节前，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移驻合肥梁园及其以东地区，拟借春

节之际作短暂休整。团部率特务营驻梁

园。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大年三十当

晚到达梁园第 8 团团部视察。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自东进皖中后，以梁园为活

动中心，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斗争。1939

年 2 月 4 日 ，第 8 团一部夜袭桥头集守

敌，破坏敌铁路 4 公里；10 日夜，又在此

地破坏铁路 15 公里；15 日夜，再次破坏

该地铁路 25 公里。第 8 团的多次袭扰，

严重威胁日伪中心据点合肥、巢县和淮

南铁路的安全，被日军视为眼中钉。

驻合肥日军探知第 8 团要在梁园过

春节的消息后，认为有机可乘，便从淮

南路沿线的合肥、撮镇、桥头集、烔炀、

巢县调集第 17、第 6 师团等部千余名步

骑炮兵，企图趁我军民欢度春节之际，

兵分两路对第 8 团实施偷袭。其中，一

路 由 合 肥 出 发 偷 袭 驻 梁 园 的 第 8 团 团

部，另一路由巢县出发偷袭驻在拓皋、

店埠之间浮搓山附近东山口的第 8 团 1、

2、3 营，妄图一举消灭第 8 团。

2 月 19 日正月初一晨，合肥之敌 200

余人首攻梁园附近的第 8 团团部，团长

周骏鸣亲自率特务营迎击，敌退至距梁

园 5 里的大刘岗一带与我对峙。驻附近

的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7 团参谋长林英坚

率领该团指战员 100 余人和第 4 支队第

8 团 7 连赶来夹击敌军，迫使日伪军向店

埠方向溃逃。

面对偷袭东山口之敌，在第 8 团团

参谋长赵启民指挥下，由 1 营正面迎敌，

2 营占领高地侧击敌人，3 营英勇地反击

敌 人 。 最 后 日 军 付 出 150 余 人 伤 亡 代

价，用骡马载运尸体撤回据点。日军策

划的这次“春节偷袭”行动，最终偷鸡不

成反蚀把米。

1945 年大年三十：

聂凤智击溃“胶东一霸”

解放军开国中将聂凤智有个嗜好：

善于挑逢年过节的日子打仗。抗战时

期，他在山东时有好几个大仗都是逢年

过节打的。栽在聂凤智这个特殊爱好

下的“倒霉蛋”不少，其中就有当时号称

“胶东一霸”的赵保原。

赵保原祖籍山东蓬莱，后随父闯关

东参加了军阀张作霖的部队。九一八事

变后，他又投靠伪满当汉奸。七七事变

后，任伪满卫队第 3 师第 1 旅旅长。1938

年 10 月，他以“满洲国派遣军”的名义，

随日军入侵胶东，进占平度城，执行“剿

共”与伪化胶东的任务。之后，赵保原部

盘踞在以莱阳县玩底（今万第）为中心的

五龙河及大小沾河中游区。赵保原部多

次配合日军进犯抗日根据地，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恨之入骨。为

扫除反攻障碍，拯救海（阳）莱（阳）地区

人民，胶东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发起讨伐

伪军赵保原部战役。

1945 年 2 月 12 日，胶东军区中央纵

队各部向赵保原的老巢玩底发起猛攻。

胶东军区第 13 团团长聂凤智率部为决

战 主 力 团 ，与 友 邻 部 队 胶 东 军 区 第 16

团、炮兵营、特务营及民兵投入了这场决

战。虽然这天是大年三十，但是老乡们

顾不上过年，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

抗日组织发动了 5 万余群众，挑着担子、

牵着牲口、推着独轮车、抬着担架，组成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赶来助战。

战斗打响之际，赵保原正和手下一

起推杯换盏，大吃大喝，包着饺子准备过

年。突然，几个手下跑来报告开战的消

息。赵保原饺子没吃成，仓促间提着驳

壳枪应战。一打起来，赵保原才发现八

路军的厉害。至 13日 23时 30分，前、后、

西玩底全部被胶东军区部队占领。赵保

原率残部窜入留格庄。胶东军区乘胜追

击，战至 19 日，歼灭伪军 1.2 万余人，解

放人口 70万余人。

讨赵战役的胜利，清除了山东最大

的 伪 军 堡 垒 ，剪 除 了 日 军 在 胶 东 的 羽

翼，扫除了胶东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

坚持抗战与进行大反攻的障碍。战后，

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宰猪杀羊，慰

劳 人 民 子 弟 兵 。 第 13 团 的 战 士 们 说 ：

“都说过年要热热闹闹，我们大年三十

就打仗，5 万老乡来助战，真是过了个热

闹年呀！”

事后，赵保原说：“没想到八路大年三

十搞决战！”聂凤智听后，笑着说：“兵法

曰：奇者，出敌不意也。就是要打他个措

手不及！”赵保原这次侥幸溜了，但逃得过

初一、逃不过十五，一年多后在解放军攻

打胶县时被击毙。

春节背后的战争记忆
■徐 平

在我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

脉，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白桦林。白桦树

象征正直纯洁、坚韧顽强。抗日战争时

期，千千万万的东北抗日联军将士曾像

挺拔刚劲的白桦树一样，根植沃土高耸

入云，迎风斗雪宁折不屈。时间沉淀的

年轮一圈又一圈，记录着白桦树的成长

与蜕变，也印刻着东北抗日联军艰难而

伟大的抗日历程。

1932 年 11 月，杨靖宇（原名马尚德，

时名张贯一）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的

身份，到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指导

工作，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

艰苦历程。当杨靖宇到达南满地区时，

斗争环境已进一步恶化。他以坚定的

抗战决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号召军民

团结一致、抵抗侵略，他一边动员联系

群众、创建并发展根据地，一边稳定部

队 情 绪 ，组 织 练 兵 扩 员 。 在 他 的 领 导

下，南满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逐渐恢复

壮大，一度陷入困境的南满抗日武装部

队重新崛起。

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 1 路军，先后冲破

日伪军多次“围剿”、强渡辉发江、痛击

邵本良，在与敌频繁交战的同时也暴露

了 部 队 行 踪 ，引 来 敌 人 疯 狂 追 击 。 从

1938 年开始，坚持抗击日寇近 7 年的东

北抗联进入了异常艰苦时期，战士们经

常 10 天 半 个 月 吃 不 到 粮 食 ，渴 了 抓 把

雪，饿了吃草根、桦树皮，在这样艰苦的

条件下，绝大多数的抗联将士依然满怀

抗击日寇的决心，又陆续打赢了多次反

“围剿”战斗。针对生存条件和战斗条

件几近极限的形势，1939 年 10 月，中共

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 1 路军主要

领导在吉林省桦甸县头道溜河召开会

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研究

了反击敌人的斗争策略。会议决定为

保存抗联部队的实力，避免遭受歼灭性

打击，将抗联第一路军进行分兵、化整

为零，脱离敌人集中进攻的危险区域，

分散隐蔽游击歼敌。杨靖宇命令各部

队分头行动，自己则率领军部直属警卫

旅及第一方面军一部，与敌周旋牵制敌

军，配合其他部队转移。在此期间，他

们钻山进林伐木为营。由于粮道长期

被敌军阻断，大家经常饥肠辘辘，在没

有食物果腹时，抗联将士只能以桦树皮

为食材，煮树皮粥充饥。

1940 年 2 月 23 日 ，杨 靖 宇 壮 烈 殉

国。在牺牲前的 6 天里，他没有进食过

一粒粮食，在牺牲前的 94 天里，他没有

住过一天房屋。而在前一年最后的 3 个

月 里 ，为 冲 破 日 伪 军 三 省 联 合“ 大 讨

伐”，杨靖宇指挥部队袭击或与敌交战

共 计 138 次 。 其 中 ，10 月 袭 击 敌 人 24

次 ，与 敌 交 战 26 次 ；11 月 袭 击 敌 人 25

次，与敌人交战 29 次；12 月袭击敌人 9

次，与敌人交战 25 次。在他人生的最后

一天，在吉林省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

密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用枪弹回应敌

人的劝降，他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

把坚硬的子弹留给敌人。

林 海 银 装 埋 忠 骨 ，雪 原 素 裹 念 英

魂。杨靖宇生前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牺

牲后同样令敌人心惊胆寒。残忍的日军

将其割首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

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为纪念杨

靖宇，1946 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

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1958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的遗骨和

遗首合体安葬。党中央为杨靖宇举行了

国家级的公祭安葬仪式，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上

挽联。因为杨靖宇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

下任何遗物和遗言，抗联老兵将一块桦

树皮赠予杨将军的后代，唯以此物寄托

思念，也希望他们告诉一代一代的孩子

们：东北抗联部队就是吃树皮草根来抵

抗日本侵略者的。从此，这块桦树皮就

成了马家的传家宝，代表着马家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在教育后代时，杨靖宇的

儿媳方秀云会把这块桦树皮拿出来，告

诉孩子们向英雄前辈学习，不畏惧任何

恶劣环境，不畏惧任何生活挫折，做一个

像杨靖宇一样顶天立地的人。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东北抗

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日作战

最早、条件最艰苦、历时最长的抗日武

装力量，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

中、重兵包围下、孤悬敌后时作出了极

为惨烈、极为悲壮的斗争与牺牲。白山

黑水为证，白桦层林尽染，以杨靖宇为

代表的东北抗联将士及其抗联精神将

彪炳史册、万古长青。

万 古 长 青 白 桦 情万 古 长 青 白 桦 情
■王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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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兵工厂

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主

要运送到山东解放区，供华东野战

军使用。然而，大连到山东的陆路

遭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陆路堵

死了，海路便是唯一途径。

为规避敌人的海上封锁，大连

建新公司在运输炮弹过程中绕了

个大弯：炮弹从建新公司黑嘴子码

头秘密装上小汽船，小汽船先向东

隐蔽航行，乘夜色绕过敌军军舰封

锁线，转头直奔山东半岛。一天一

夜后，炮弹被秘密运到山东半岛最

东端的俚岛，那里有华野物资接收

站，再由山东支前大军用成百上千

辆小推车运往华东前

线，由此构成了一条通

往前线的军火保障运

输线。

海上炮弹运输线

大连建新公司所属炮弹厂原貌大连建新公司所属炮弹厂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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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杨靖宇雕像矗立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杨靖宇雕像。。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
庆日子。然而，战争不分时间，
它往往发生在人们意想不到、
缺少防备的时刻。中国自古就
不乏过年期间发生的战争：隋
朝大将韩擒虎正月初一渡江灭
南陈，北宋名将狄青元宵节智
取昆仑关，清朝湘淮军于正月
初一和东捻军大战尹隆河……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过
年期间进行的战斗也不少。对
军人而言，节日就是战备日，决
不能因欢度节日而疏于防备，
更不能因思家念亲而怠于职
责。越到重大节假日，军人越
要提高警惕、越要保持战备状
态，守卫国家安宁。

江西省瑞金市大柏地战斗旧址江西省瑞金市大柏地战斗旧址。。


